
景阳冈教学反思课后反思(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景阳冈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一

教学时，我采用学生自学、自悟为主，教师加以适当的启发、
诱导、点拨，达到长文短教的目的。我让学生初读课文，了
解大意，理清叙述顺序。抓描写了武松吃酒的内容，通过武
松与店家的对话，集中表现了他豪放、倔强的性格。抓老
虎“一扑、一掀、一剪”来势汹汹和武松“一闪、一闪、一
闪”的竭尽全力、沉着机敏，表现武松的机智勇敢。我还抓
住武松的`三次心理活动进行教学，让学生品析武松无所畏惧
的精神。我采用分角色朗读的方式进行，而后思考：

景阳冈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二

《景阳冈》是根据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改编的。本
课篇幅较长，同时又是一篇阅读课文。课文记叙了武松在阳
谷县的一家酒店内开怀畅饮后，趁着酒兴上了景阳冈，赤手
空拳打死猛虎的故事，表现了武松豪放、勇敢无畏，机智敏
捷的英雄性格。

我特别注意在教学中抓住人物的特点进行教学。

课文的重点段是“武松打虎”，这部分是抓动作。打虎过程
中最为惊险的是老虎进攻时“扑、掀、剪”三招，武松只用
一招，以“闪”应之。这个“闪”充分表现了武松的机智敏
捷，勇敢无畏。然后让学生继续找出描写武松动作的句



子，“把大虫顶花皮揪住，按下地去”，“只顾乱
踢”，“提起铁锤般大小的拳头，使尽平生力气只顾打”。
这里的“揪、按、踢、提、打”等几个字，字字千钧，虎虎
生风，形象生动地刻画了武松机智敏捷，勇敢无畏的高大形
象。

学习这部分的内容我采用的是由段到句，由句到字，由字到
视频，层层深入，让武松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

打虎前写喝酒，抓语言见特点，先让学生浏览这一部分，并
画出武松的语言，体会武松有什么特点。学生体会到武松具
有倔强豪放的特点。上冈部分抓人物的心理描写见特点，体
会武松的豪放倔强的性格特点。

在今后的阅读中，希望同学们能够根据人物的语言、动作、
心理准确把握人物的特点。在写作时，也要为笔下的人物设
计出符合他的特点。

最后的小练笔提高了语言文字训练的强度。安排恰当，方法
得当，令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节课的教学，完成了教学任务，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由
于时间有限，做到了长文短教，但不能把这篇经典名著读得
有滋有味，是这节课的遗憾之处。

景阳冈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三

《景阳冈》是五年级上学期第四单元的一篇课文，也是一篇
阅读课文。本文节选自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课文
讲述的是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故事，表现了武松豪放倔强、英
勇无畏、机警敏捷的特点。

同学们对武松打虎的故事早已知晓，故我先让学生讲述自己
知道的武松打虎的故事。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读课文，了解



课文的语言特点。课文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讲述了武松在酒
店喝酒后不听劝阻执意上冈，后知真有虎但仍继续上冈，赤
手空拳打死猛虎后一步步挨下冈来。据此引导学生理出课文
结构：喝酒、上冈、打虎、下冈。并提出问题：课文讲述的
重点部分是哪一部分？其他部分是否多余？引导学生思考打
虎部分之外的内容对于塑造武松形象的作用及意义。

重点引导学生学习武松打虎这部分内容，主要抓住老虎的三
招：一扑、一掀、一剪，武松的应对的“三闪”，武松打虎
时的一系列动作“抡、劈、踢、揪、打”等动词，理解武松
面对凶猛无比的老虎毫不畏惧、沉着机敏、有勇有谋的英雄
豪气。在此基础上我又让学生上台演一演武松打虎的情节，
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总之，对于像这样的篇幅较长的课文，我们应化繁就简，长
文短教，努力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

景阳冈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四

《景阳冈》是部编教材五年级下册第五单元名著单元的一篇
课文。本单元的《草船借箭》已经为学生积累语言、感受名
著魅力做了铺垫，《景阳冈》用体验感悟为抓手，初步培养
学生对名著类作品的鉴赏能力，落实语言运用，感知人物形
象。

关注新鲜词汇，感受古白话小说的魅力。本单元的主题
是“体会名著的魅力”，学习本组课文，要理解主要内容，
感受人物形象，感受名著的魅力，体验阅读名著的乐趣。篇
幅长、内容多，我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抓住重点、难点聚
焦理线。古典白话小说不同于普通的现代小说，有其独特的
语言魅力。统编三上教材第一单元就有非常重要的语文要素：
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通过预测发现，学生对“但凡、晌午、
如何、理会、请勿自误”等陌生化词汇有“新鲜”的感觉，
但因为这些词语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怎么使用，孩子们理解



起来有困难。

聚焦语言特色，初步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景阳冈》一课
抓住人物对话、心理、动作的描写，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刻画人物性格。本课教学我抓住对武松语言、心理、动作的
描写，利用各种教学方法，认真品味语言，了解武松的性格
特点。对于打虎前文，武松与店家的对话描写，让学生进入
文本角色，通过语言让学生体会到武松的直率、豪爽、倔强、
多疑;对于武松的心理描写，引导学生抓描写武松心理变化的
句子，通过联系上下文，体会了武松的内心变化过程，了解
武松胆大、要面子、自负的.性格特点;对于武松动作的描写，
尤其是打虎动作的描写，引导学生通过圈划动词、比较动词、
品读动词等方法，体会武松勇猛、机智、无畏的性格特点。

在教学中教师要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有文体意识，比如小说
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这篇文章重点分析武松这一人
物形象、情节，在打虎部分重点感受武松打虎的画面，品味
精彩的一系列动词，如闪、按、踢、揪、提、打等动词，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环境，打虎前文部分就是一种环境的铺
垫，让学生自读自悟，感受环境描写的好处，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创造一个交流学习古典名著的平台。文学作品常常以一
件物品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为了体现武松赤手空拳打虎的
形象，我有意识地让学生关注“哨棒”，引进名家的点评，
让学生感悟到名著名家名篇的高妙之处。

课文篇幅较长，让学生朗读课文，圈画批注，通过对重点词
句的品味感悟武松机智勇敢、武艺高强的特点。

景阳冈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五

《表里的生物》本课教学我把朗读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强
调"以读为本、以讲助读"，我认为学习语言的过程，实际上
是一个外部语言不断内化的过程，实现这一内化的过程最重
要、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朗读。所以我鼓励学生自读自悟，避



免老师讲的多，提问多，大力提倡"以读为主，以读代讲，以
讲带动读、以问促进读"。让学生自读自悟、边读边思、相互
讨论、边读边想象中去学习朗读，去理解词语，去培养语感，
去接受潜移默化的语言熏陶。"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
因此"入境悟情"是我始终追求的教学境界。

遗憾之处

学习第一自然段中的并列句式时，教学中，我觉得学生能够
很容易领会，没有带领学生加以引导，部分学生对并列句式
根本不理解，因此对教学效果略有影响。

教学调控不够灵活有效，教学机智有待提高。今后在这方面
要加强学习。


